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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大融合 唱响新时代
——市文广旅局加强文旅融合释放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李彩

站在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许昌市的文旅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拥有了更强大的发展动能……

2019 年 1 月，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正式挂牌，从国家到地方，长期以来文化与旅游管理职能相互交叉、扶持政策不能互通的局面被彻底改变，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格局真切

地来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事业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以服务

人民为中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文化旅游发展活力，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事业、产业高歌猛进，亮点纷呈。

协调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文旅融合发展的概念正融入许昌整体发展的大格局，为许昌打造“智造之都、宜居之城”提供着更充足的活力。

城市推崇文化，文化改变城市。一
个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与文化发展密
切相关。伴随着近年来许昌市不断深化
的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文化产业
项目建设，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资源，
日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许昌的
厚重文化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也进一
步提升着许昌的城市内涵。

在许昌，日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让群众享受丰富的文化资源。2018 年 4
月，文化部正式批准我市创建第四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我
市创新创优做示范，求真务实惠民生，
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扎实
稳步推进示范区创建工作。

积极构建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服
务体系。以市“两馆”为中心馆，各县（市、
区）“两馆”为辖区总馆，103个乡（镇、街道
办）文化站设立分馆，村（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和各类文化社团作为基层服务点，以
流动文化服务车为补充，将“上强下弱、资
源分散、条块分割”的文化服务资源有机
整合，构建覆盖全市、城乡一体、功能完
备、管理规范的新型文化服务网络，基本

实现阵地服务多元化、指导联络常态化、
资源共享最大化。

我市以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为重点，聚力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市、县两级图
书馆（文化馆）14 个、国有博物馆（纪念
馆）7 个，全市 103 个乡（镇、街道办）均
建有综合文化站并正常对外开放，全市
2441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实现全覆盖，达标率在 70%以上。

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为契机，我市致力于建立与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状况、人民群众
需求相匹配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
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
宫、各类纪念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
共文化设施，全部实现免费向群众开
放。公共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达 56 小
时。群艺（文化）馆、博物馆、乡镇文化站
为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服务时间每周在
42小时以上。

围绕“书香许昌”建设，我市实施了
公共图书馆提升和智慧阅读空间、电子

图书借阅机和诚信阅读漂流屋建设四
大工程，在市区学校、广场、大型超市等
人流量密集区域建成智慧阅读空间 32
个，电子图书借阅服务点 108 个，发展

“书香家庭”图书分馆 40 家，构建完善
了“覆盖城乡、功能完备、便利快捷、保
障有力”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成功
打造了“15分钟阅读圈”。

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品类更加丰富。市、县

（区）文化单位，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
阵地，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
化活动。我市年度开展中原文化大舞
台、欢乐中原文明许昌、群星耀中原、新
春音乐会、“红色文艺轻骑兵”、好戏连
台文化惠民演出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30 余项，开展送戏下基层、戏曲进校园
等演出活动 4000 多场，农村数字电影
放映 2.5 万余场，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
精神食粮。我市还启动了文峰新六艺、
教你一招、古都新韵艺术秀、魏都剧场、
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书声琅琅颂莲城”
少儿朗读大赛、好戏连台、你读书我买
单等惠民文化活动 30多项。

繁荣艺术创作生产，是实现我市文
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不断提
高文化惠民水平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市
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
市在全省率先设立市级“舞台艺术创作
生产奖励扶持资金”100 万元，激发了院
团和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演出热情。今年
以来，我市举办了现代豫剧《大村官》开
排新闻发布会，现代戏《生日泪》成功上
演，好评如潮，青年版《火焚绣楼》完成
排演及录制，方言话剧《风雨好喜来》在
全市巡演，被多家媒体报道；开展年度
全市舞台艺术奖励扶持资金审报评审
工作，12 个项目获得资助；歌曲《小村微
信群》荣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第七批“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中国当代精品歌曲
创作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2018年度优
秀歌曲三个国家级奖项；豫剧《撼天情》、
歌曲《古村人家》获河南第十二届精神文
明“五个一工程”奖；豫剧小戏《夜巡》入选
首届“黄河情”全国小戏小品交流演出季，
越调传统非遗折子戏《招风树》入选中国·
博兴非遗（稀有）小戏展演。

文脉涌新潮 春风拂民心

曹丞相府、春秋楼、灞陵桥……浓
郁的三国文化氛围，让来到许昌的游客
仿佛置身于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花海
连片、绿树成荫，养生温泉让游客卸下
生活的疲惫，尽情享受休闲的乐趣；钧
瓷万彩、古镇雅韵，千年窑火让你感受
神垕的神秘和历代“钧瓷人”的坚守。

近年来，在许昌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通过深入挖掘这三张名片，
许昌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
最佳文化生态旅游城市等称号。围绕
全域旅游发展，我市深入推进“美丽许
昌、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着力打造“曹
魏故都—智慧之旅”“神垕古镇—体验
之旅”“宜居花城—休闲之旅”三张旅游
名片，行业规模不断壮大。

2018 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2973.6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1%，实现旅游总收入
198.1 亿元，同比增长 85%。全市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 351 家，文化产业增加值实

现 172.35 亿 元 ，占 当 年 GDP 的 6.5% 。
今年以来，我市文广旅部门共举办或承
办协办三国文化旅游周、鄢陵康养峰
会、襄城首山油菜花节、建安区杜寨书
会、北海大舞台等 30 余场大型文旅活
动；2019 年，在春节长假和端午节、五一
节等小长假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约
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 38亿元。

我市紧盯曹魏古城、神垕古镇、鄢
陵花木生态旅游度假区、襄城县明清古
街等重点项目，大力推动旅游招商引资
与重点项目落地，筛选雷洞村旅游开发
项目、张家庄村旅游扶贫开发项目等 16
个文旅产业招商项目，先后在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深圳文博会等进
行宣传推介。今年上半年，许昌吉象森
林教育营地等 8 个文旅项目先后签约，
合同引资额 110.3 亿元，文创产品联合
开发推广销售项目已建成营运，许昌吉
象森林教育营地项目预计 9 月底建成

开放；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引进企业 41
家，众创空间获市政府科技创新奖励 10
万元；曹魏古城、神垕古镇等特色产业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灞陵桥创 4A 级景
区工作加快推进，灞陵古渡等 7 个项目
如期完成，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禹州坪
山钧窑《传统煤（柴）烧钧瓷大件项目》
获省文旅厅 2019 年专项资金扶持，鄢
陵马坊镇被评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
乡村。

此外，我市还统筹安排、统一推介曹
魏古城、灞陵桥、春秋楼、曹丞相府四个曹
魏文化主题景区，打造文化旅游城市品
牌；开展南阳、亳州、郑州三城地推活动，
近150家旅游企业参与，20余家旅行社签
订合作协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遴选 2
个乡、10个村作为 2019年全市乡村旅游
示范村镇进行重点培育；精选推出“一日
游”精品线路等，发布优惠政策，今年上半
年来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5%以上。

游在古都里 大美现莲城

文化是诗，那么旅游就是远方。文
旅融合，就是“诗”和“远方”的深度融
合。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是文化和旅游价值共创与创
新发展的过程。

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的喜庆之年，是我市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的起步之年。全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系统推动文化和旅游工作各领域、多
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为文化建设和旅
游发展提供新引擎，形成发展新优势。

完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

城市品质的重要标志，也是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需求。今年，我市
将全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建，完善提升硬件设施，抓好市、县、
乡、村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搞
好群众文化活动，明确 20 项群众文化
活动主题；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在开展规定数量主题活动的
同时，自选特色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重点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围绕农村基层，创作排演一批反
映我市经济社会建设重大成就以及脱
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基层道德模范等
方面先进典型事迹的文艺精品。

文化和旅游融合，有利于培育文化
旅游产业的新增长点。我市将巩固深
化旅游发展良好态势，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积极推进旅游与文化、农业、康养等
方面的融合，打造推出 10 条以上的精
品文化旅游线路；发挥神垕古镇、五彩
大地、大鸿寨等主要景区的示范引领作
用，重点推动建设 8 个乡村旅游项目，
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建
设一批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乡土

特色的风情小镇和特色村落，积极打造
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打造旅游精
品。

我市将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实效，大力弘扬许昌三国文化，充分
整合利用许昌三国文物古迹遗址资源，
探索引进投资者合作开发灞陵桥景区，
大力支持魏都区曹魏古城建设，加快推
进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做
好许昌文峰塔等 10 处国家重点文物保
单位保护规划编制报批工作，春秋楼、
坡街关王庙大殿等 10 多项重点文物维
修工程。

同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精心谋划开
展“四个一”活动：推出一部以上精品戏
曲；举办一台综艺晚会；策划一系列摄
影、绘画等展出；组织一批群众文化活
动，全力推动文化广电和旅游工作繁荣
兴盛，为打造文化厚重之城、开启新时
代许昌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
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重要保障。

文旅融合，深耕致远。在文旅融合
发展的进程中，讲好许昌故事、传播许
昌声音，锻铸文旅精品，展现城市风貌，
提升城市形象，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
统将为提高许昌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旅大融合 奏响新乐章

亮点
——着力推进实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程，

健全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9 年实现全市
2441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达标率在 70%以
上。

——全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
共文化设施，全部实现免费向群众开放。

——2019 年，歌曲《小村微信群》荣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豫剧《撼天情》、歌曲《古村人家》获河
南第十二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越调《生日泪》荣获第八届
黄河戏剧节金奖。

——2018 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2973.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198.1亿元，同比增长 85%。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1家，文
化产业增加值实现 172.35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6.5%。2019 年春
节、五一节等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约 80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约 38亿元。

——今年上半年，成功签约文旅项目 8 个，合同金额 110.3
亿元，许昌中德产业园公司等 41家企业入驻市文化创意产业园。

——灵井“许昌人”遗址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评审，
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通过省文物局专家评审，遗址发掘区保护展示
工程扎实推进，主体建筑展示大棚基本完工、效果初显。

曹魏古城灯光秀 徐鼎烨 摄

神垕古镇 耿亚伟 摄

群众文化活动

魅力乡村游（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文广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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